
中 国量刑程序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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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对杭化的量刑 程序改革试

.

级效果不尽如意
,

某种程度上可以 归 因于制度改 革

所赖于支撑的理论根据
。

该理论认为
,

量刑 制度的 主要问题是量刑 程序不公正
,

解决 之

道是借鉴英 美模式
,

建立对抗式量刑程序
。

然 而
,

真正引起社会普遍关 注乃 至广泛质疑

的是量刑 不均衡与量刑 僵化 问题
,

这主要是实体法 问题
;
认为英美法 系在传统上采 用对

抗式量刑程序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英美法 系量刑制度与 实践的 误读
。

未来的量刑

制度改革应 以 实体性改革为主
,

程序性 改革为辅
; 而在 量刑程序改革方 面

,

不 宜大改
,

可以 小改或微调
。

关键词 : 量刑程序 量刑模式 实体性改革 程序性改革

当下
,

以规范法官 自由裁量权为中心
、

包括量刑程序在内的量刑制度改革正 自上而下在全国

范围内展开
。

〔1 〕量刑程序的对抗化是改革理论与实践 的重要面相
,

从实践情况看
,

对抗化改革

的效果相 当有限
。

通过本文的研究
,

笔者认为
:

中国现行量刑制度 的根本问题不是程序法 问题
,

而是实体法问题
;
对抗化的量刑程序理论与实践

,

不仅在中国缺乏针对性
,

还存在对英美法系量

刑程序的误读
。

中国量刑制度的改革
,

应从程序性改革为重心转向以实体性改革为主
,

量刑程序

的改革应 当适 当展开
,

真正 回应科学
、

公正量刑的需要
。

对此
,

下文将作具体分析
。

四川 大学法学院教授
。

本文的写作得益于与马静华
、

艾 明
、

刘方权
、

苏镜祥
、

郭松 的交流
; 同时

,

陈 明国
、

叶明
、

蒋敏
、

李海 听等法官提 供了

相关支持
,

在此谨表谢意
。

〔1 〕 2。。7 年 9 月 13 日
,

最高法院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
,

要求各地法院尽快制定死刑案件和其他

刑事案件的量刑指导意见
,

建立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

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
。

2 0 0 8 年 8 月 6 日
,

最高法

院下发 《人 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 (试行 )》
,

将量刑 纳人法庭审理程序
,

具体规定定罪事实的调查与量刑事实的

调查
、

定罪问题的辩论与量刑 问题的辩论相对分离
,

以及控辩双方就此进行对抗性调 查与 质证的庭审程序
。

随后
,

最高法院确定 了两个中级法院和七个基层法院作为量刑程序改革试点法院
。

20 0 8 年 10 月 26 日
,

最高法院 王胜俊院

长在向第十一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 《关于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维护司法公 正情况 的报告 》中明确指 出
“

总结量刑

规范化试点经验
,

加快出台量刑指导性意见
,

依法规范刑罚 自由裁量权的正 确行使
,

防止重罪轻 判
、

轻罪重判
,

维

护法制统一
” 。

2。。8 年 12 月 28 日
,

中央政法委在 《关 于深化司法体制 和工作机制改 革若 干问题 的意见 》 中
,

将
“

规范自由裁量权
,

将量刑纳人法庭审理程序
”

列为未来我 国司法改革 的一项重要任务
。

对此
,

最高法院迅 速落实
。

2 0 0 9 年 3 月 17 日
,

最高法院出台的 《人 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 (2 0 0 9 一 2 0 1 3 ) 》指 出
,

应
“

规 范 自由裁量权
,

将量刑纳人法庭审理程序
,

研究制定 《人 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尸
。

应最高法院要求
,

从 2 0 0 9 年 6
、

月 1 日起
,

全

国法院系统正式展开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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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实际效果检验
:

对抗化取向的量刑程序改革不尽如意

对抗式量刑程序主张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我国量刑程序改革
,

成为各地法院试验和探索的主

要方向
。

而最高法 院的 《人 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 (试行 )》推波助斓
,

使对抗式量刑程序成

为量刑制度改革的主要 内容
。

〔2 〕相比较而言
,

尽管最高法院也制定 了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 )》并付之全 国法院进行试点
,

在程序改革 的同时也大力推进量刑方式 的改革
,

以期实现
“

定量分析为主
,

定性分析为辅
”

的量刑方式转型
,

有效地规范法官 自由裁量权
。
〔3 〕但从试点情

况看
,

各地主要着力于量刑程序改革而非量刑方法改革
。

〔4 〕

以 S 省为例
,

从 2 0 0 9 年 6 月 15 日至 n 月 30 日
,

在省高级法院统筹组织下
,

一个中级法院

和七个基层法院进行了对抗式量刑程序改革试点工作
。

试点的主要 内容是
:

控辩双方各 自提 出量

刑主张
、

分别出示量刑情节的证据并相互质证
、

就量刑情节是否成立进行相互辩论
。

对试点情况
,

笔者与 S 省高院院长共同负责的课题组 (以下简称课题组 ) 在 2 0 0 9 年夏天进行了调研
。
〔5 〕调查发

现
,

量刑程序改革有其积极意义
,

但总体效果不明显
,

与制度预期之间存在不小差距
。

在积极性方面
,

主要体现为通过对抗式量刑调查
、

辩论
,

量刑程序的透 明性有所提升
,

量刑

结果的公正性有所增强
。

问卷 中
,

对于
“

量刑程序改革是否有助于提升了庭 审的公开性和透明

度
,

促进量刑公正
”

一 问
,

71 名试点法 院法官中有 52 人 (7 3
.

2 % ) 持肯定态度
,

66 名公诉人 中

有 58 人 (87
.

9 % ) 对此认 同
。

就
“

量刑说 理
”

进 行的满意度调 查 中
,

66 名公诉人 中有 34 人

(5 1
.

5 % ) 选择
“

满意
”

或
“

比较满意
” 。

进一步 的访谈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上述结果 的真实性
。

C

市 W 区法院 S 法官认为
,

改革后的量刑程序让被告人
、

辩护人乃至旁听群众更多地 了解了量刑

决定做出的整个过程
,

从而使裁判 的接受度得到提高
。

该 院 D 法官则认为
,

虽然试点后 的量刑程

序加大了法官的工作量
,

但也减少 了法官被人授口 实的情况
,

因为即使有媒体和当事人质疑
,

法

官可以说判决是严格按照量刑标准做出的
。

G 市 H 县法 院 Z 副院长表示
,

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
,

可以避免因法官素质 问题而产生的人情案
、

关系案
,

这也是对法官 的一种保护
。

需要指 出
,

上述

情况不仅为 S 省的试点与实证研究所印证
,

而且也为笔者在云南等地的调研以及参与的量刑程序

研讨会议 (如 2 0 0 9 年 n 月在济南举行的中国审判学会刑事审判委员会的年会专题研讨及相关材

料 ) 所印证
。

这表 明
,

其具有一定代表性
。

然而
,

量刑程序改革的积极性似乎也仅限于此
。

在量刑情节
、

量刑效果方面
,

量刑程序改革

前后相差无几
,

而审判效率在改革后甚至有明显下降
,

由此引发不少试点地区法官
、

检察官的疑

虑
。

具体表现在
:

〔2 〕

〔3 〕

〔4 〕

〔5 〕

实践中
,

刑事审判以定罪事实的调查为中心
。

因此
,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抗式程序不过是定罪事实 的调查机制
。

鉴于量刑问题的重要性
,

最高法院在 《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 (试行 ))) 中明确规定了量刑情节的对抗式调查程序
。

参见 《严格程序 规范量刑 确保公正—最高人 民法院刑 三庭负责人答记者问 》
,

hi tP
:

刀ne w s
.

xi n hua ne
t

.

。。m /l eg al /

2 0 0 9 一 0 6 / 0 1/ e o n t e n t _ 1 1 4 6 4 9 6 2
.

h tm
,

2 0 0 9 年 6 月 l 日访问
。

2。。9 年 6 月 1 日 以来
,

最高法院在全国百余个法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
。

参见 《全 国 12 。余家法院量刑纳 人庭审》
,

《法制 日报 》 2 0 10 年 2 月 20 日
。

相对而言
,

着力于进行 量刑方式改革试点 的法院为数不多
,

较典型者如江苏泰州
,

云南个旧
。

笔者 与某高院共同承担 了最高法院 2。。9 年度重点调研课题
“

关于量刑 程序的调研
” ,

该课题采用调研为主的实证方

法
,

包括旁听庭审
、

问卷
、

访谈及采集试点数据等
。

涉及的试点案件共 1 0 4 3 件
。

接受 问卷调 查的对象包括 71 名试

点法院刑庭法官
、

66 名试点 检察院公诉人
,

以及 6 00 名辩护律师和 6 96 名社会公众
。

访谈对象 (法官 ) 主要来 自 C

市 W 区
、

G 市 G 区
、

H 县
。

需要说明的是
,

C 市是 S 省省会城市
,

经济
、

文化
、

交通均较发达
,

G 市距 S 省省会约

2 8 0 公里
,

经济
、

文化
、

交通相对落后
。

两个地 区分别代表 了 S 省的较发达地 区和不发达地区
。

如无特殊 指明
,

本

文的实证数据和材料均来自课题组的调研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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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在量刑情节和量刑证据的提出方面
,

量刑程序改革试点中并未发生 明显变化
。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

量刑情节可以分为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
。

法定情节是刑法 明文规定在量

刑时应当予以考虑的情节
,

我 国刑法规定的法定量刑情节有 n 类 26 个
。

〔6 〕酌定情节是刑法没有

明文规定
,

根据立法精神与刑事政策
,

由人民法院从审判经验中总结 出来的
,

在量刑时酌情考虑的

情节
。

根据我国立法精神与刑事政策
,

一般来讲
,

刑事审判中应考虑的酌定情节有 8 种
。
〔7 〕

如果我们承认在定罪与量刑一体的庭审程序 中
,

否定了法庭对量刑 问题进行单独审判 的可能
,

使得那些与定罪根据明显不一致的量刑信息无法有效地进人法官的视野这一前提性假设
,
〔8 〕那么

,

从逻辑上可以认为
,

之所以要设置相对独立的对抗式量刑程序
,

一个重要考虑是为了将那些可能

影响对被告量刑的相关信息纳人法官的裁量范围
,

进而有理 由认 为
,

在一个对抗式量刑程序 中
,

如果有较多与定罪根据明显不一致的证据或者信息被提交法庭
,

则表明对抗式量刑程序有其价值

与必要
,

反之
,

如果这种证据和信息的增加量很小
,

对这些事实和证据完全可以在传统的程序框

架内或者通过对传统程序进行微调的方式加 以处理
,

那么
,

在某种程度上可 以认为
,

量刑程序的

对抗式设计并不具有理论上所预设的价值
。

在旁听了试点法院的庭审以及阅读
、

分析其庭审的材料后
,

笔者发现
,

与传统庭审程序相比
,

在适用官方的改革模式的庭审中
,

控辩双方提 出的量刑情节和量刑证据虽然有所增加
,

但并不明

显
,

而且增加的这些量刑事实和证据基本上都属于前科
、

犯罪后的态度
、

被告人的一贯表现
、

目前

的家庭情况等酌定情节
。

比如有被告人提交待审羁押期间被看守所评为文明个人的证据表明自己犯

罪后的态度
,

有辩护律师出示社区居民的签名请求书以证明被告人一贯行为 良好
,

有被告人述说家

境困难的事实
。

而这些证据
,

在量刑程序改革之前的庭审程序中
,

控辩双方一般也会根据需要提出
。

第二
,

在量刑效果方面
,

量刑程序改革前后差异不大
。

衡量是否有必要改革传统量刑程序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量刑效果
。

如果改革前后量刑效果的差异

较大
,

说明传统的量刑程序存在着较大的缺陷
,

而改革效果明显
,

改革的必要性相应增大
; 如果改

革前后量刑效果的差异较小
,

甚至并无明显变化
,

那么说明在解决现有量刑问题时
,

传统程序与改

革后的程序作用基本相当
,

如有问题
,

制度设计者应当重新去寻觅引发现有制度问题的真正原因
。

课题组的问卷统计发现
,

参加了量刑程序改革 的司法人员和辩护律师评价积极的 比例不大
。

具体而言
,

对于
“

量刑程序对量刑结果影响如何
”

一 问
,

“ 名受访公诉人中
,

认为
“

影响很大
”

的有 18
.

18 % ; 600 名受访辩护人 中
,

相应 比例为 16
.

83 % ; 而 71 名受访法官 中
,

选择此项 的最

低
,

仅占 5
.

63 写
。

访谈中
,

多名试点法院的法官反映
,

量刑规范化试点前后
,

量刑结果并没有发

生实质性的变化
。

如 C 市 W 区法院的 W 法官在座谈发言时谈到
,

通过对 比量刑规范化试点前后

〔6 〕 具体是
:

1
.

应当免除处罚的情节 1 个
:

即中止犯
。

2
.

可以免除处罚的情节 2 个
: (1 ) 犯罪较轻且自首的

; (2) 非法种

植毒品原植物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
。

3
.

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 4 个
:

(1) 防卫过当
; (2 ) 避险过当 ; (3 ) 胁从犯

;

(4 ) 犯罪后 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 的
。

4
.

应 当减轻处罚 的情节 1 个
:

即造成损害 的中止犯
。

5
.

可 以免除或者减轻

处罚 的情节 1 个
:

即在国外犯罪
,

已在外 国受过刑罚处罚的
。

6
.

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 5 个
:

(1) 有重大立 功

表现的
; (2) 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向公司

、

企业工作人员行贿行为的
; (3 ) 个人贪污数额在 5。。。元以上不满 1 万元

的
,

犯罪后有悔改表现
,

积极退赃 的 ; (4) 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向 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行为的
; (5) 在被追诉前主动

交代介绍贿赂行为的
。

7
.

应当从轻
、

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的情节 l 个
:

即从犯
。

8
.

可以从轻
、

减轻或者免除处 罚的

情节 2 个
:

(1) 又聋 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 ; (2 ) 预备犯
。

9
.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的情节 1 个
:

即未成人犯罪
。

10
,

可 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 5 个
:

(l) 尚未完全丧 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 的精神病人犯 罪的
; (2 ) 未

遂犯 ; (3) 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时的教唆犯
; (4 ) 自首 的 ; (5) 有立功表现的

。

1 1
.

应当从重处罚 的情节

3 个
:

(1 ) 教唆不满 18 周岁的人犯 罪的 ; (2 ) 累犯 ; (3) 刑法分则规定从重处罚的
。

〔7 〕 具体是
:

1
.

犯 罪的手段
; 2

.

犯罪的时空及 环境条件
; 3

.

犯罪 的对象 ; 4
.

犯 罪造成 的危害结果 ; 5
.

犯罪 的动机 ;

6
.

犯罪后 的态度 ; 7
.

被告人 的一贯表现 ; 8
.

有无前科
。

〔8 〕 参见陈瑞华
:
《论量刑程序 的独立性—一种 以量刑控制为 中心的程序理论》

,

《中国法学》 2 0 0 9 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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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结果的差异
,

发现差别很小
,

而只是让外界看来法官的量刑更加公开和透 明
。

G 市 G 区法院

的 Z 副院长和刑庭庭长在受访时称
,

试点后
,

刑期没有 明显变化
,

只是更加细化和规范
。

量刑程序改革的 目标之中包含通过公正量刑让被告人
“

认罪服判
”

的初衷
。

既如此
,

运行 良好

的量刑程序应对减少上诉
、

抗诉有所促进
。

然而
,

课题组考察发现
,

与 20 0 8 年试点地区 同期案件相

比
,

上诉率
、

抗诉率不但没有明显下降
,

在单纯因量刑原因提起的上诉方面还有所增加
。

10 4 3 起试

点案件中
,

有 45 起案件 (4
.

31 % ) 提起上诉
,

其中
,

单纯 因量刑原因提起 的上诉有 21 件 (2 % ) ;

与之相比
,

2 0 0 8 年同期的案件中
,

上诉率为 4
.

32 %
,

单纯因量刑原因提起的上诉占 1
.

1 %
。

抗诉率

方面
,

试点案件中的抗诉案件有 2 件
,

占 0
.

19 % ; 而对照组案件中
,

抗诉案件仅有 1 件
,

占 0
.

1 %
。

第三
,

在量刑程序运行的成本和效率方面
,

改革后的量刑程序耗费了更多的司法资源
,

而审

判效率明显下降
。

这主要表现在
:

一是明显增加 了法官
、

检察官 的工作量
。

接受 问卷调查 的 71 名法官中
,

65

名法官 (90
.

1 % ) 认为工作量有所增加
,

其 中
,

认为较以前增加一半 以上的有 30 人 (4 2
.

3 % )
,

认为增加一倍 以上 的有 5 人 (7
.

0 % )
。

66 名公诉人中
,

认为工作量有所增加 的有 64 人
,

占97 %
,

其中
,

认为较 以前增加一半 以上 的有 23 人 (34
.

9 % )
,

认为增加一倍 以上 的有 7 人 (10
.

6 % )
。

进一步的访谈发现
,

导致法官工作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庭审前后与量刑有关的程序性工作
,

以及

与酌定量刑情节有关的调查
、

审理环节增 加
。

二是延长 了庭 审时间
。

课题组对 C 市 W 区法 院

2 0 0 9 年 6 月至 n 月适用改革后 的量刑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了初步统计
,

发现平均庭审时间

增加 了近 1/ 3 左右
。
〔的 主要原 因是

,

调查辩论重复 的环节较多
,

导致庭审不顺畅
。

对此
,

在其

他法院的调查也可印证
。

如 G 市 G 区法院刑庭 H 庭长在访谈中认为
,

定罪量刑截然分开导致庭

审时间拖长
,

举证
、

辩论重复较多
。

该 市 H 县法院副院长 Z 也表示
,

在 目前的实体法模式下
,

区分定罪和量刑程序较为困难
,

人为区分后
,

调查
、

辩论的事实重复
,

累赘
。

三是审限
、

尤其是

不认罪案件的审限更加紧张
。

统计发现
,

试点期间所有试点案件中超过 2/ 3 审限和延长审限的案

件分别 比上年同期增加 了 1
.

9 %和 0
.

8 %
,

而这主要集 中在不认罪案件方面
。

总体而言
,

在现有 的刑罚结构下
,

带有对抗式性质的量刑程序改革虽然有一定效果
,

但是
,

从试点的情况看
,

实践效果与改革预期—
即实现科学

、

公正量刑—
尚有较大差距

。

{10 〕就我们

观察到的试点实践而言
,

改革后的量刑程序并未明显增加量刑事实
、

情节 的调查
、

辩论
,

对量刑

结果影响有限
,

在科学性
、

实效性方面也未有凸显
; 与此同时

,

独立
、

对抗 的量刑程序亦增加了

庭审环节
,

加大了司法成本
,

导致庭审效率明显下降
。

尽管说这一场改革是 由最高法 院推动
、

各

地法院试点进行
,

而并非由法学界推动的自发性行动
,
〔11〕但是

,

不能否认的是
,

任何改革行动

背后都有着主导性 的现实背景和理论根据支撑
。

而导致量刑程序改革的实践效果与理想预期之间

的差距
,

某种程度上可以归于制度改革所赖以支撑 的理论根据
。

当下中国量刑程序改革的试点效

果有限
,

与参与改革方案设计的学者们对 中国量刑实践 中存在的问题把握偏误和对西方法治国家

〔9 〕 在此期间
,

该法院共受理刑事案件 4 90 件
,

结案 4 30 件
。

其中最高法院量刑规范化试点规定 的五种罪名案件 31 0 件
,

约 占 7 2
.

1 %
,

改革后的量刑程序主要运用在这 五种罪 名的案件中
,

其中普通程序审理 的案件约 70 件
,

简易程序 审

理的案件约 2 40 件
,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25 件
,

自诉案件 2 件
。

〔10 〕 陈瑞华教授的最新研究亦认为
,

最高法院推行 的量刑程序改革方案对于简易程序基本上是无法适用 的
,

因为简易程

序基本上不存在任何定罪审理过程
,

而属于一种简便快捷的量刑审理程序
。

那种将定罪审 理与量刑审理交错设置 的

改革方案是没有制度根基的
。

而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普通程序 中
,

最高法 院的改革方案则存在较为严重 的问题
,

改革

方案 的实施将带来被告人无罪辩护权受到削弱
、

定罪审理程序的正 当化进程受到冲击等问题
。

整体而言
,

最高法 院

的改革方案 只有在
“

认罪 审理程序
”

中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行性
,

同时具有进一步改造 的空间
。

相关论述参 见陈瑞华
:

《量刑程序改革的模式选择 》
,
《法学研究 》 2 01 0 年第 1 期

。

〔1 1〕 参见前引 〔10〕
,

陈瑞华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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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量刑程序改革
:

误 区与正 道

量刑程序的误读
,

有着密切的关系
。

二
、

诊断之争
:

中国量刑制度的根本问题是否为程序法问题

支撑量刑程序改革乃至整个量刑制度改革的一种重要理论认为
,

量刑制度 的主要 问题是量刑

程序不公正
。

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

首先
,

从庭审的重点来看
,

刑事庭审程序只关注定罪 问题
,

不

关注量刑问题
。 “

现行刑事审判程序 的中心是法庭的定罪过程
,

裁判者所关注的主要是被告人是

否构成犯罪的问题
” 〔12 〕

,

由此
,

我国刑事庭审程序在本质上是以定罪为中心的
,

而不是以量刑

为中心的
。

其次
,

在这种刑事庭审格局下
,

法官只关心定罪信息
,

不关注量刑信息
。 “

那种使量

刑依附于定罪过程的审判制度
,

往往错误地将定罪所依据的事实视为量刑的主要信息
,

以至于忽

略了大量与定罪裁决毫无关联 的量刑信息
” 。

〔‘“〕 最后
,

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按照诉讼形态建构量

刑程序
,

法官以一种
“

办公室作业式
”

的决策方式对量刑问题做出草率 的认定
,

容易导致其滥用

自由裁量权
,

使被告人的实体权益得不到保障
。

〔14〕

然而
,

当我们把 目光从有 限的庭审空间转向更加宽广的刑事司法实践领域 时
,

有充分的证据

显示
,

真正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乃至广泛质疑的量刑问题并不主要在此
,

而是集 中到两个现象
:

其

一是量刑不均衡问题
,

其二是量刑僵化
。

量刑不均衡现象在任何国家都存在
,

但在当下中国似乎尤为突出
。

在课题组 的调查 中
,

受访司

法人员
、

律师及社会公众认为法院量刑不均衡 的接近 50 %
,

不同受访主体的评价差异不大
。

其中
,

法官
、

公诉人
、

律师
、

社会公众的比例分别为 44
.

1 %
、

57
.

74 %
、

46
.

83 %和 42 %
,

相 比而言
,

公诉

人感受较深而社会公众感知较弱
。

实践中
,

量刑不均衡主要有 三方面的表现
:

第一是
“

同案不同

判
” ,

即同一类型
、

情节相似的案件
,

其量刑差异较大
。

如同是故意杀人案
,

量刑情节基本相 当
,

而个案量刑则从有期徒刑 (包括缓刑 ) 到死刑不等
,

其后果是
“

造成了社会对司法公正的质疑
,

破

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

损害了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
” 。

{15 〕第二是特定类型案件 的量刑普遍 畸

重或畸轻
,

导致社会影响不好
。

前者如近年来利用 自动取款机故障的恶意取款案件
,
〔16j 后者如

职务犯罪案件
。

t17 〕对于两类案件 的判决所表现出的严重的量刑不均衡现象
,

陈瑞华教授将其定

格为
“

社会不平等
”

问题
,

从而揭示 出量刑不均衡可能对社会秩序与稳定带来 的不利 的政治影

响
。
〔1 8〕第三是量刑不均衡现象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

。

白建军教授曾对 20 0 2 年以来法意实证案

〔1 2〕〔1 3〕前引 〔8〕
,

陈瑞华文
。

〔14〕 参见洪小璐
:
《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刑事 审判改革—就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 改革访北京 大学陈瑞华教授》

,

《太原

日报》 20 0 9 年 1 2 月 2 5 日
。

〔1 5〕 唐行
:
《

“

同案不同判
”

普遍现象危及司法公信 徐 听教授
:

构建案例指导制
,

力求 司法统一 》
,

ht tP
:

/ 八an g x ing
.

fyfz.
e n / a r t / 5 8 0 9 7 1

.

h tm
,

2 0 10 年 2 月 8 日访问
。

〔1 6〕 许霆因涉嫌盗窃 自动取款机上 17
.

5 万元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

引发媒体
、

网民
、

刑法学者众 口一词 的声讨
。

该案最终

在舆论压力下改判
,

此后
, “

云南许霆案
” 、 “

宁波许霆案
”

也相继曝光
。

参见南方网 系列报道
:
《许霆 A T M 机案 》

,

h tt p :

/ / w w w
.

n d d a ily
.

e o m / s s z t / x u t in g八 2 0 1 0 年 2 月 s 日访问
。

参见李 潮涛
:

((
“

云南许霆
”

父母称要为 儿子 翻案 》
,

《信息 时报 》 2。。8 年 4 月 1 日
。

这些案件 的共同特点是
,

法院的初 审判决甚 至生效判决都
“

严格
”

按 照法律规定 的

盗窃罪量刑标准作 出
,

而都被媒体
、

公众
、

学者们认为量刑过重
。

〔1 7〕 从 2 0 01 年至 20 05 年
,

职务犯罪免予刑事处罚
、

适用缓刑的比例从 51
.

38 写升至 66
.

48 %
。

其中
,

2。。3 年至 2。。5 年职务

犯罪年均缓刑率为 51
.

5%
,

而同期普通刑事案件的年均缓刑率只有 19
.

4 %
。

参见王军
:
《三项对策遏制职务犯罪量刑偏

轻》
,

《检察日报》 2 007 年 8 月 19 日 ; 《贪官落法网过半判缓刑 严重影响打击腐败声威》
,

《检察 日报》 2 006 年 12 月 15 日
。

〔1 8〕 陈瑞华教授指 出
, “

社会公众对许霆案的强烈关注
,

各界对于法院判决的质疑
,

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原 因
。

可以想象一

下
,

一个被认定贪污
、

受贿 10 万元的官员
,

是断然不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
。

事实上
,

中国法 院对于涉嫌经济犯罪 的

权贵阶层
,

在量刑上已经出现了超轻刑化发展的趋势
。

面对这一现实
,

一个 即使没有太多想象力的人也会提 出疑 问
:

权贵阶层与社会底层真 的受到同等对待了吗 ?’’ 参见陈瑞华
:
《许霆案的法治标本意义》

,

《南方周末》 20 08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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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数据库的全部 1 1 0 7 件抢劫案件进行测量
,

统计发现
,

不均衡 (过轻
、

偏轻
、

偏重
、

过重 ) 的比例

累计 16
.

9 %
。

其中
,

不均衡率较高的是西南地区
,

达19
.

1% ;较低的是东北地区
,

为 13
.

1 %
。

[19 〕

关于量刑僵化问题
,

主要表现在法院的量刑缺乏灵活性
,

没有充分考虑案件的复杂情况和被告人

的特点
,

过于机械地执行法律
,

由此进行判决的结果并不符合普通民众的常识判断
,

甚至也不符合刑

罚个别化的量刑原则
。 “

云南许霆案
”

中
,

被告人何鹏取款的金额高达 42
.

97 万元
,

一审法院按照盗窃

罪的量刑标准判决其无期徒刑
。
〔20j 表面上

,

上述刑罚完全符合量刑标准的规定
,

[2l 〕但却没有考虑

到被盗银行在管理方面存在的过错及被告人全额退赃
、

为在校学生等情节
,

以至于被告父母坚决不

服
、

长期上访
。

另一典型是上海浦东的
“

受虐妇女杀夫案
” 。

该案中
,

被告人王长芸长期受到丈夫

虐待
,

愤而杀夫
,

审判中百名群众联名求情
,

但仍被判处 14 年的重刑
。

该案及其他类似案件促成

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在京召开
“

受虐妇女杀夫
”

案件审判问题研讨会
。

部分与会学者指出
,

此类

案件判决畸重
,

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充分考虑被告人的家庭生活状况及政府与社会的责任疏失
。
〔2 2〕

某些情况 中
,

量刑不均衡可能 由量刑程序不公所致
,

但总体上
,

量刑不均衡和量刑僵化反映

的主要不是程序法问题
,

而是实体法问题
。

简言之
,

它们折射了我国刑罚制度的两个重大缺陷
:

其一是量刑标准不科学
。

现行刑罚制度规定的各种量刑情节基本都与犯罪事实有关
,

而缺乏对犯

罪者人格特征及其社会特征的充分考量
。
〔23〕实践中

,

即使辩护人提出关于被告人 良好表现
、

家

庭状况 困难等背景性信息
,

法官对此也通常不予考虑
。

其二是量刑标准不统一
。

各地法院的量刑

标准
、

甚至同一法 院内部的不同审判人员的量刑标准也不尽相 同
,

从而造成量刑标准的混乱
。

当

然
,

这也与 中国地域差异大
、

各地情况不一有关
。

三
、

处方之辨
:

英美法系量刑程序是否为对抗化的量刑模式

一些学者认为
,

在我国
,

导致量刑不公的根本原因是定罪与量刑程序不分
,

解决之道是将量

刑程序从现行审判制度 中独立出来
,

使控辩双方充分参与其中
、

平等对抗
。

为此主张借鉴英美法

系的量刑模式
,

建立诉讼化的量刑程序
,

即在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相对分离的前提下
,

吸收公诉

方
、

被害方以及被告方的共同参与
,

允许各方提出本方的量刑建议
,

提交各自的量刑证据
,

强调

各 自的量刑情节
,

并就量刑的事实信息和量刑方案展开充分的质证和辩论
,

从而对法官的量刑裁

决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
。

t24 〕在上述主张中
,

存在着对英美法系量刑程序的误解
。

在此
,

笔者以

美国的量刑程序为例进行分析
。

在学理上
,

根据控辩双方与法官的角色与作用的不同
,

可将量刑程序分为对抗式量刑程序与

职权式量刑程序
。

对抗式量刑程序是指控辩双方各 自提供对量刑结果产生影响 的证据
,

并进行相

互辩论
,

法官在听取量刑证据和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量刑裁判
。

职权式量刑程序是指法官

主导量刑证据的调查
,

控辩双方只能进行有限的辩论
,

法官主要根据独立调查 的事实和证据作出

〔19〕

〔20〕

〔2 1〕

::::

〔2 4〕

参见白建军
:
《罪刑均衡实证研究》

,

法律 出版社 2。。4 年版
,

第 37 6 页 以下
。

参见前引 〔1 6〕
,

李潮涛文
。

最高人民法院
、

最高人 民检察院
、

公安部 《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 规定
:

个人盗窃公私财物
“

数额

特别 巨大
” ,

以三万元至十万元为起点
。

参见蔡敏
:
《

“

受虐妇女杀夫
”

量刑讨论》
,

《中国妇女报》 2。。6 年 4 月 18 日
。

现行刑法认可 的
“

品格证据
”

只有 累犯情形
,

而有利于被告人的
“

品格证据
”

只属于酌定情节
,

对法官量刑不具有

约束力
。

主要 文献参见前引 〔8〕
,

陈瑞华文 ; 陈瑞华
:
《定罪 与量刑程序 的分离—中国刑事审判制 度改革的另一 种思路》

,

《法学 》 2 0 0 8 年第 6 期 ;
陈卫东

:
《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之辩》

,

《法制资讯》 2 0 0 8 年第 6 期
;
陈卫东

:
《量刑程序改

革 的一个瓶 颈问题 》
,

《法制 日报 》 20 0 9 年 5 月 2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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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与正道

量刑裁判
。

观察法治发达国家 的立法与实践
,

法 国的量刑程序具有较为典型的职权式特征
。

然

而
,

让人吃惊的是
,

美 国的量刑程序—
即使是适用于不认罪案件的量刑程序—

职权式特征甚

至更加强烈
,

与之前 的定罪程序形成鲜 明对 比
,

以至于有美国学者称之为
“

一个对抗式躯体中的

职权式灵魂
” 。

〔25 〕这一事实显然与不少国内学者的认识相去甚远
。

在美国
,

审判中的量刑程序通常由法官委托缓刑官进行判决前调查
,

由后者制作量刑调查报

告
,

法官通常在宣告被告人有罪后的一个月内举行公开的量刑听证会
,

并基于量刑调查报告和律

师
、

被告人的陈述作 出判决
。

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实践 中
,

这一程序均未表现出典型 的对抗式或诉

讼化特征
。

其职权式特征主要表现在
:

第一
,

控辩双方之间缺乏真正的对抗
。

在量刑程序中
,

控

辩双方都不承担提出诉讼主张和对此证明的责任
。

控辩双方都有权建议一个特定的刑罚
,

甚至为

此提供一定的理由
,

但他们没有责任去证 明上述主张或理 由的适 当性
。

进人量刑听证阶段 以后
,

尽管双方当事人可 以就量刑发表意见和提出建议
,

但这些意见和建议主要是 围绕量刑调查报告展

开的
,

起到的是一种强调说明或补充说明的作用
,

实务 中
,

控辩双方 的活动包括这种建议并不成

为量刑程序的主要活动内容
。

一般而言
,

这些意见和建议对法官并没有 约束力
。

[26 〕在此 阶段
,

证人很少出庭
,

控辩双方的对质权和交叉询问权受到极大的限制
,

相应地
,

控辩双方并未展开激

烈对抗
,

甚至连基本对抗都缺失
。

如在 W ill ia m s v
.

N ew Y or k 一案 中
,

初审法官判处被告人死

刑
,

W ill ia m S 以量刑听证违反正当程序为由提出上诉
。

最高法院驳回其上诉的同时指出
, “

在公

开法庭上对这些信息 (指量刑调查报告—
笔者注) 进行交叉询问

,

完全是不现实的
,

如果不是

不可能的话
” 。

〔27j 该案的判决创设 了美 国式的职权式量刑调查程序
。

有学者认为
,

W ill ia m s
案的

判决虽发生在正当程序革命之前
,

但是在很 多其他定罪阶段 的诉讼 权利 由宪法性文件规定之后
,

至今仍然作为判例指导着与量刑程序权利相关的刑事案件
。
〔28j 第二

,

法官积极
、

主动
,

并借助缓

刑官进行庭外调查
。

宣告被告人有罪之后
,

法官可 以就量刑情节进行调查
,

但通常委托缓刑官进行

独立调查
。

虽然通常认为
,

缓刑官是一个中立的技术专家
,

但实践中
,

缓刑官与法官的关系极为密

切
,

法官在做出量刑决策时高度重视缓刑官提交的报告
。

最高法院在 U ni ted Stat es v
.

o
’

Mea ra 一案

中确切地指出了这种关系机制—
“

现在很多重要的量刑裁决都不是 由法官做出
,

而是 由缓刑官做

出
,

操劳过度的地区法官常常能够理解他们的技术知识而且会不加批判地接受
” 。

t29 〕

那么
,

美国的量刑程序为什么采用
“

职权模式
”
? 根本原 因是法官具有充分的主体性

,

二元

制权力结构和主观主义刑罚论赋予法官在量刑阶段享有较大的 自由裁量权
,

使法官真正成为量刑

制度的
“

法律主体
” 。

E30 〕量刑程序开始后
,

法官从陪审团的权力制约 中解脱出来
,

独立接管了量

刑程序支配权
,

对程序的进行
、

证据 的调查与采信掌握了充分的裁量权
。

[31 〕具体而言
,

从二元

〔2 5〕

〔2 6〕

〔2 7〕

〔2 8〕

):::

S e e

W illiam T
.

Piz z i
,

S e n r e n c乞n g in t h e 〔jS
:
A n In q“艺s乞亡o r ￡a 艺S o u l 汇n a n A d v e r sa r 乞a l B o d , ,

in Jo h n Ja e k s o n ,

M a 劝m o

L a n g e r ,

P e t e r T ille r s (e d s
.

)
,

C r im e ,

Pro c ed u 即
, a n d E v 乞d

e ”e e 乞n A Co m P a ra t ive a n d In t e r n a t滋o n a l C o 刀 t e x t ,

H a r t

P u b lis hin g , 2 0 0 8
,

C h
.

4
.

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

在适用量刑指南 (联邦系统和某些州 ) 的情况下法官享有相对的自由裁量权
,

在特别情况下法

官的量刑可 以超出指南 10 %左右的幅度
; 在不适用量刑指南的情况下 (大多数集中于州层 面 )

,

法 官有较为广泛的

自由裁量权
。

综上
,

无论 哪种情况
,

都显示量刑权首先表现为法官 的职权
,

不是受控辩双方的制约
,

而是受法律 的

制约
。

参见上文
。

W illia m s v
.

N ew Y o r k
,

33 7 U
.

5
.

2 4 1 (1 9 4 9 )
.

S e e D o u g la s A
.

B e r m a n ,

F o r e

咖
r d

:
B e夕o n d B la k e l夕 a n d B o o k e r :

P o n d
e r in g M乙d ern S e n te n c in g P ro

c e s s , 9 5 N o r t h

w e s t e r n Jo u r n a l o f e r im in a l L a w & e r irn in o lo g y 3 (2 0 0 5 )
.

U n it e d S t a t e s v
.

o
’

M e a r a ,

8 9 5 F
.

Zd 1 2 1 6 (8
‘h C ir

.

)
.

参见 〔英〕麦高伟
、

切斯特
·

米尔斯基
:
《陪审制度与辩诉交易—一部真实 的历史 》

,

陈碧
、

王戈等译
,

中国检察 出

版社 2 0 0 6 年版
,

第 2 2 9 页
。

参见前引 〔2 5〕
,

Pi
z z i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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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权力结构角度来说
,

在定罪证据规则的适用将大量有关量刑 的信息过滤掉后
,

为了全面收集这

些信息
,

需要在随后的量刑程序中赋予法官较大的职权
。

对此
,

赫尔曼 曾指出
: “

量刑是法官的

职责范围
,

因为它要求拥有 自由裁量权
、

有实际经验并且了解许多技术性规则
” 。

〔32〕

不仅如此
,

美国刑法确立的刑罚结构也赋予法官广泛的裁量空间
。

一方面
,

美国刑法全面采

用不定期刑制
,

给予法官在确定量刑时一个相 当宽松的量刑范 围
。
〔33 〕另一方面

,

刑事司法系统

又允许法官在量刑时可以综合考虑与被告人有关的一切特征
,

从而赋予法官广泛的调查权力
。
〔3 4〕

对于刑罚结构与法官权力 的关系
,

麦高伟和切斯特
·

米尔斯基 曾说到
, “

为了实现特定 的刑罚 目

的
,

法官拥有相 当大 的自由裁量权
,

同时通过各种途径来获得被告罪轻罪重的证据
。

当法官认为

需要对被告在相 当大的刑罚幅度内量刑时
,

正如今天一样
,

每一被告的具体情况都会被法庭作为

相关因素来考虑
,

并对最终的刑罚产生影响
” 。

〔35 〕

四
、

中国量刑程序改革之路
:

反思与重塑

(一 ) 量刑程序改革的理论反思

当下中国量刑程序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

呈现三个基本特征
:

其一
,

以既有 的量刑程序存

在严重缺陷
,

难以解决量刑公正问题为改革前提
;
其二

,

以量刑程序的大幅度改革为一方面
,

以

实体性改革
、

尤其是量刑方法的改革为并重 的另一方面
;
其三

,

以建立对抗化的量刑程序为主要

的改革方向
。

然而
,

上文的分析表明
:

上述改革策略存在明显的前提错误
。

在我国
,

妨碍量刑科

学与公正 目标实现的症结不在于或主要不是程序法问题
,

即量刑调查与辩论的职权化不是根本问

题
,

而量刑不均衡和量刑僵化才是大问题
,

而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量刑制度不科学
、

量刑标准

不统一
。

对此
,

接受课题组调查的法官
、

检察官
、

律师
、

社会公众 的认识似乎更清楚
。

在当前量刑模式存在 的问题主要不是程序法问题而是实体法问题的情况下用程序法的改革手

段去解决实体法 问题
,

显然不对路
。

正因如此
,

笔者负责的课题组通过考察发现
,

量刑程序改革

的实际效果不尽如意
,

不仅量刑事实
、

证据未有明显增加
,

量刑裁判结果也未见显著变化
,

司法

效率也有相 当程度的下降
。

这意味着
,

改革的量刑程序不仅未达到有 限的预期 目标
,

对于科学量

刑
、

统一量刑助益不大
。

这与量刑程序采用对抗的设计模式不无关系
。

事实上
,

在现有刑事治理

结构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对抗式量刑程序改革
,

带来了两方面的弊害
:

一方面
,

容易造成庭审调查

和辩论的混乱
,

甚至给被告人实体权利的保障带来不利
。

这意味着
,

在现行刑罚结构模式下
,

如

果硬要通过设置独立的量刑程序将定罪事实证据和量刑事实证据人为分开
,

那么反倒有可能引发

〔3 2〕

〔3 3〕

〔3 4〕

〔3 5〕

〔美〕弗洛伊德
·

菲尼
、

〔德〕约阿希姆
·

赫尔曼
、

岳礼玲
:
《一个案例 两种制度—美德刑事 司法比较》

,

中国法制

出版社 2 0 0 6 年版
,

第 3 51 页
。

参见储槐植
:
《美 国刑法 》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1 9 8 7 年版
,

第 321 页以下
。

美 国刑法采主观主义刑罚论
,

即刑罚不仅是惩罚犯罪行为
,

更是惩罚犯 罪人
,

因此
,

确定刑罚之轻重不仅要 根据罪

行 的严重程度
,

也要考虑 与犯罪人相关的一 系列 因素
。

受此影响
,

从 19 世纪早期 开始
,

美 国刑事法庭 的刑罚 结构

中
,

与罪犯个人有关的诸 因素就 已是量刑时必须考虑的内容
。

这些量刑 因素主要包括两方面
:

一方面是 罪犯 的过错

程度
,

主要指共犯在犯罪中所起的不同作用
; 另一方面是被告人的特征

,

包括是否有刑事前科记录
、

家庭社会背景
、

年龄状况等
。

参见前引 〔3。〕
,

麦高伟等书
,

第 2 11 页 以下
。

进人 20 世纪
,

联邦最高法院在 w illi
a m s v

.

N e w Y or k

一案中指出
,

刑罚应当适合罪犯而不仅仅是适合罪行这一普遍流 行的现代刑罚学原理
,

正当程序条款不应当被理解

为要求法院抛弃他们在法院之外的资源 中寻找信息 的古老实践传统
,

因为剥夺法官获取这类信息会破坏现代刑罚学

的规则
,

而这种规则依靠法官具有合理的关于被告人的生活与性格的全面信息
。

Se
e W illi

a m s v
.

N e w Yor k
,

33 7 U
.

5
.

24 1 (1 94 9)
.

在 如今 的刑事法庭上
,

量刑 因素进一步扩展至被告人 的悔罪情况
、

受教育程度
、

职业状况
、

吸毒 史
、

被害人影响及其他一切可能衡量被告人主观恶性及 可复归性 的背景性因素
。

参见 〔美」爱伦
·

豪切斯泰勒
·

斯黛丽
、

南希
·

弗兰克
:
《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 》

,

陈卫东
、

徐美君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0 0 2 年版
,

第 5 68 页以下
。

前引 〔3 。〕
,

麦高伟等书
,

第 2 2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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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单一证据进行重复评价的现象
,

实际上不利于被告人
。

[36 〕另一方面
,

对抗式的量刑程序所带

来的诉讼效率的下降也应 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

对抗式的调查
、

辩论耗 费了比过去更多庭审时

间
,

总体上加重 了控辩双方和法院的负担
。

而在 司法资源有 限
、

案件负担 日益沉重的大背景下
,

这种取 向显然有违效率原则
,

使本已有限的司法资源更趋紧张
。

英美法系
“

职权式
”

量刑程序主要与二分式庭审结构
、 “

惩罚犯罪人
”

而非
“

惩罚犯罪行为
”

的主观主义刑罚论等契合
。

这一情况值得追求对抗化的量刑程序 的我们深思
,

因为对抗化的量刑

程序改革更难与我国的刑事治理结构相兼容
。

我国现行 的刑事审判权力构造
、

刑罚结构与大陆法

系传统非常相近
。

具体而言
,

在审判权力结构上
,

我国刑事审判采用一体化权力组织形式
,

不存

在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分权机制
,

法官不仅在定罪环节
,

而且在量刑环节也享有充分的 自由裁量

权
;
在刑罚结构上

,

采用客观主义刑罚立场
,

主要根据犯罪行为及其后果 的严重性进行量刑
。

显

然
,

这一结构与职权式审判模式具有亲和性
,

而难以形成对抗制审理的基本条件
,

更何况英美也

未真正推行对抗式的量刑程序
。

(二 ) 未来量刑制度改革的基点

在中国进行量刑制度改革必须把握好适 当的基点
,

继后的改革措施才会有较强的针对性
。

笔

者主张的改革基点有两个方面
:

第一
,

以实体性改革为主
,

程序性改革 为辅
。

在量刑制度改革上
,

合乎逻辑的思路是
“

实体

法问题
,

实体法解决
; 程序法问题

,

程序法解决
” 。

从大陆法系传统看
,

量刑制度 改革 的重点一

般集 中在实体法改革上
,

即通过改革刑罚结构
,

细化各种量刑情节
,

确定合理 的量刑幅度
,

明确

各种情节的量刑加减 比例
,

压缩法官量刑的 自由裁量空间
,

从而达到规范量刑 的 目的
。

即使在美

国
,

近年来的量刑制度改革也以实体法改革为中心
。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
,

美国的量刑失衡现象非

常严重
,

在联邦与一些州相继采行 《量刑指南》以后
,

这种情形才有所缓解
。

有学者指出
,

过去 25

年以来
,

在实体的量刑法律方面的变化己经成为美 国法律在过去一个世纪 中最大的改革
, “

这些变

化 比 20 世纪 60
、

70 年代的刑事诉讼程序改革
,

对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还要巨大
” ; 〔3 7〕 “

在过去的

四分之一世纪里
,

对量刑的实体改革名副其实
,

程序方面的改革仍然远远落后于实体改革
” 。

〔38〕

至于我国
,

最高法院的量刑制度改革举措既有程序方面
,

如 《人 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

(试行 )》
,

也有实体方面
,

如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 )》
,

而且后一指导意见远 比前者更

加详细
。

显然
,

对于我国量刑制度存在的量刑不均衡与量刑僵化问题
,

最高法 院已然给予高度重

视
,

而通过下发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 )》
,

试 图为法官量刑 建立一个相对统一 的尺度
。

然而
,

在推进量刑制度改革的具体进程中
,

最高法院的基本策略是实体改革与程序改革
“

同步推

进
” ,

而未考虑到实体改革的逻辑优先性
。

不仅如此
,

《人民法 院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 ))) 在实践

中也问题颇多
。

在笔者的调研中
,

多名试点法院的法官认为意见中确定基准刑 的方法仍然不尽合

理
,

容易导致量刑情节的重复使用
,

规定的量刑情节调整刑 期的 比例也 不太合理
,

有 的幅度过

大
,

为法官滥用 自由裁量权提供了新 的
“

合法性
”

基础
。

有鉴于此
,

未来的量刑制度改革应确定
“

实体先行
,

程序跟进
”

的思路
,

首先规范科学的量刑标准
,

着力推进量刑方式改革
,

在条件具

备
、

时机适宜时
,

再适度改革现行的量刑程序
,

将实体性调整纳人量刑程序审理的范畴
,

并使程

序性改革服务于实体性改革
。

第二
,

在量刑程序改革方面
,

不宜大改
,

可 以小改或微调
。

综合考虑量刑制度改革所需解决

的问题
、

我国刑事审判的权力结构
、

刑罚制度等 因素
,

配合实体性改革
,

对现行刑事庭审程序进

〔3 6〕

〔3 7〕

〔3 8〕

参见张建伟
:
《量刑程序改革的文化思考 》

,

《人 民法院报》 2 。。9 年 ? 月 1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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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小改或微调更加切实可行
。

适度的程序改革举措可包括
:

(1) 限制量刑程序 的适用范围
,

将其

限定于不认罪案件和控辩双方在量刑主张上存在重大争议的案件这两种类型
。

其它案件不设立专

门的量刑环节
。

(2) 将量刑环节设置在统一 的庭审过程中
,

与定罪环节略有区隔即可 (用最高法

院的表述
:

即为相对独立)
。

(3 ) 限制量刑审理方式的对抗性程度
,

按 照高效
、

科学的原则加以

处理
。

量刑审判的方 式应与庭审定罪 审理的方式相一致
,

而不 能特 殊化
,

更不能更加对抗化
。

(4 ) 进一步推行量刑说理制度
。

在制作刑事判决书的过程中
,

法官不仅要充分阐述定罪理由
,

还

要充分阐述量刑辩论阶段控辩双方提出的辩论意见
,

并说明采信与否 的理由
,

同时要较为详细地

论述基准刑和宣告刑的确定过程
。

(5) 完善量刑救济程序
。

量刑救济程序应当包括对量刑程序违

反法律的上诉以及对量刑结果有失公正的上诉
。

针对违反量刑程序的情况
,

可 由控辩双方 向上级

法院提出上诉
。

针对有失公正的量刑结果
,

由控辩双方直接 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上诉
,

上诉法院可

以不再对定罪部分进行审查
,

而是重点审查量刑结果是否符合实体法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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